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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日期变更线
决定了你何时看到第一缕阳光

世界上存在第一缕阳光
吗？加州理工学院理论天体
物理学博士后学者卡梅伦·
赫梅尔斯认为，从物理学角
度讲，实际上不存在“第一
缕”阳光，只有一系列永恒的
日出一直向西射出——— 没有
真正的第一缕阳光，也没有
真正的最后一缕。

但是，为了跟踪时间，人
类确定了一套计时系统，包
括时区和国际日期变更线，
标记地球上每天结束与下一
天开始的分界线。

众所周知，地球每天自
转一周，被阳光照射的半个
球面形成白昼，背着阳光的
另外半个球面便是黑夜，它
们之间的过渡带是清晨和黄
昏。地球上每个地方，白昼和
黑夜循环往复，不断出现。

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
全球各地都根据太阳的位置
来确定时间，因此每个地方
时间都不相同。1884年，在华
盛顿召开的国际经度会议，
将全球划分为24个时区(东、

西各12个时区)，规定英国(格
林尼治天文台旧址)为零时
区，东1—12区、西1—12区，
每个时区横跨经度15度，时
间正好是1小时，最后的东、
西第12区各跨经度7 . 5度，
以东、西经180度为界。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
时区划分，事实上，每个国家
或地方的时间，并不是严格
按照经线划分。为了统一全
球不同地方的时间，1884年
国际经度会议规定，以180
度经线作为“国际日期变更
线”，简称“日界线”。当你从
西向东跨越“日界线”时，日
期需要减去一天，当你从东
向西跨越“日界线”时，日期
需要增加一天。

国际日期变更线穿越太
平洋中部，基本沿着180度经
线。但由于地球上陆地分布
不均匀，为了避免把一个国
家分成两个时区，这条线并
不是笔直的，而是弯弯曲曲
的，由此就产生了各个国家
谁先迎来新一天的争论。

加州理工学院理论天体
物理学博士后学者卡梅伦·
赫梅尔斯表示，公认的每天

“第一缕”阳光，是在国际日
期变更线上。

位于太平洋深处的基里
巴斯群岛，正好处于国际日
期变更线，是全世界迎接日
出最早的国家。基里巴斯共
和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横
跨东西、紧连南北，同时脚踩
四个半球的国家。其所属的
莱恩群岛是全球唯一使用
UTC+14时区的地方，这也
使得基里巴斯成为全球一天
当中最早开始的国家。

具体而言，基里巴斯最
东 部 的 无 人 岛 — —— 千 禧
岛，也叫加罗林岛，通常是
地球上第一个迎来太阳的
地方。

另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日
出之国”，是位于南太平洋西
部的汤加王国，它刚好位于

“日界线”的西侧，也是最先
庆贺新年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时区比较奇
葩，采用了标准时区之外的
东13时区(UTC+13)，实际与
北京时差5个小时。而新西兰
和斐济刚好紧邻180度经线，
采用的是UTC+12的区时，
在元旦的时候，他们采用的
夏令时也变成了UTC+13。
所以这三个国家是可以同时
庆祝新年到来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
说另外一个颇具“心机”的国

家——— 位于太平洋的岛国萨
摩亚。2011年12月29日之前，
萨摩亚的时区属于西12区，
是全球最后一个看见太阳的
地方，而离它不远的斐济却
在东12区，当斐济人1月1日
开始庆祝新年时，萨摩亚只
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过新
年，自己还要再等一天才能
庆祝。萨摩亚人觉得，同样是
一个地区的，凭什么迎新年
日期却比人家要晚一天？

后来，经过萨摩亚多次
申请，联合国终于同意国际
日期变更线从萨摩亚稍微拐
个弯，把萨摩亚从西12区调
整为东12区，这样一来，萨摩
亚就从全球最晚进入新年的
国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
早进入新年的国家。

所以，你要问地球上哪
里会最先看到新年第一缕阳
光，这里划重点：第一批进入
新年的国家是UTC+14：基
里巴斯、萨摩亚，第二批是
UTC+13(包括夏令时)：斐
济、新西兰、汤加。

当然，情况也并非总是
如此。地球有23 . 5度的轻微
倾斜，所以阳光落到地球的
情况，会随着一年当中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

在12月21日或12月22
日南半球夏至和北半球冬
至时分，太阳最先照射在南
半球的南回归线上；南极和
南极洲大部分地区一天24
小时都会有阳光照射。

我国哪个地方，能看到最早的太阳？

在我国，新年第一缕曙光将洒向何
方？有人可能会回答：最东端的抚远！专
家表示，这个答案并不一定准确。

抚远，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隶属于
佳木斯市。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
的三角地带，东、北两面与俄罗斯隔乌苏里
江、黑龙江相望。正因为抚远是中国陆地最
东端的县级行政区，被称为“华夏东极”和

“东方第一城”。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这里
都会看到照射在我国的第一缕阳光。

不过，在冬至前后，会比较特殊。此
时太阳直射刚到达南回归线，开始缓慢
逐渐“北上”，地处北方高纬度地区的抚
远市在这段时间内，要交出中国第一缕
阳光的“所有权”。

《中国国家地理》资深编辑高新宇介
绍，想要看到中国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要
去南海南沙的东部，也就是南沙海马滩
附近，日出时间在6:27左右；台湾的赤尾
屿与玉山的日出时间在6:30左右；台北
约6:39出现日出；浙江温岭石塘镇在6:45
左右见到第一缕阳光。

高新宇补充说，若不局限于新年的
阳光，其实最好的观赏日出位置，还是在
中国的最东端——— 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
界的黑瞎子岛附近，每年有70%以上的

时间都能在此见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
到了 1月中下旬，晨线仍维持东

北—西南的大致走向，但倾斜程度的
降低，让它与中国大陆的切点定格在
了东北边疆，位于吉林省的珲春市东
部，靠近图们江口的地方首先见到阳
光，几乎与此同时，黑龙江的鸡西市东
部，兴凯湖附近也在晨昏线上迎来阳
光。

我们熟知的东极岛，这里在春分日
才会率先迎来第一束阳光，从春分开始，
经过夏至，一直到秋分之后，抚远都是中
国本土迎接第一束阳光的地点，没有地
方能够撼动它的地位。

秋分之后，晨线又回归了东北和西
南的走向，倾斜程度逐渐增加，本土大陆
上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从抚远逐渐南
移至鸡西，并在11月下旬回到温岭石塘
镇，停驻于此，直至年末。

也有资料称，黑龙江省抚远县乌苏
镇的“东方第一哨所”最先见到第一缕曙
光。乌苏镇哨所位于北纬48015'，东经
134040'，这里日出最早的时间是北京时
间凌晨2时15分。每当太阳升起的那一
刻，“东方第一哨”的战士，都会在国歌声
中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从不间断。

这座山头是山东最早看见日出的地方

在山东，威海是处于最东端的城市，
而成山头风景区则处于威海的最东端。
同时，这里也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
所以，又有“天尽头”之称。

成山头拥有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
置，是山东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历
史上便被誉为“太阳启升的地方”，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见诸史册记载，被称为

“朝舞”。秦始皇更将这里称为“天之尽
头”，古往今来，一直为一方名胜，曾被

《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
海岸”之一。

成山头还被当地人称为太阳城，据
史料记载，自古以来，成山头便被认为是
太阳神居住的地方。姜太公在帮助周武
王平定天下之后，还曾在这里拜过日神。

成山头还是胶东东莱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自古就是民间公认的“好运福地、
祈福圣地”。人们都喜欢在清晨聚集在这
里，登临成山头，一睹壮丽的海上日出。
尤其是新年伊始，人们会循着古人的足
迹，争先到成山头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祈祷新的一年能够迎来好运，生活如
旭日一般风光无限好。

每年12月到来年的一月初，位
于北极圈内的挪威罗弗敦群岛将有
一个多月的极夜。也就是说，在接下来
的一个多月内，你看不到太阳，24小时
都处于夜晚，睡前是黑夜，睡醒也是黑
夜。在理论上的白天，当地居民都要在
灯光下工作生活。

初到罗弗敦群岛的游客，头一两
天会觉得特别惊奇，笼罩在极光之下
的苍穹，充满了神秘色彩。但习惯了日
升日落的我们，很快就会表现出不适。
不过，只要调整好心态，你会发现，这
里原来很适合度假。

罗弗敦群岛虽然地处北极圈，2
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但平均气温
不过-2℃左右。相对温暖的气候，让
人们能够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娱
乐。极夜的确很影响作息，但人们总
能找到一些消遣，比如在酒吧里喝喝
小酒，听听音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聊聊诗和远方。所以，即便地处
世界上最偏远的位置之一，人们也从
未感觉到孤独。冬季的罗弗敦群岛有
许多有趣的户外娱乐项目。比如最受
欢迎的滑雪，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
前来体验。

挪威罗弗敦岛：

一年有一个多月看不到太阳
葛
知
多
一
点

我们常说，生
活需要仪式感，如
同童话《小王子》里
说的那样，仪式感
就是与其他日子有
所不同。因此在旧
年远去，新年将至
的两岁交替之时，
越来越多的人会选
择到充满仪式感的
地方跨年。

在地球上，太
阳总是在不停地爬
出地平线。那么，每
天的第一缕阳光是
从哪里出现的呢？
随着2022年日落，
何处能看到2023年
第一缕阳光？

记者 于梅君

为最先迎接新年的太阳
这些国家都很“拼”

一年之中第一缕阳光最先照射的我国地点。 据《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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